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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是透明的
为什么雪是白色的

寒冬时节，当天空下起一夜的大雪，第二天我们就会看到白
色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将水放进冰箱，只能得到透明的冰块。
冰和雪都是由水构成，为何一个是透明的，一个却是白色的？

北碚区科协开展“中老年
智能手机使用”志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近日，北碚区
科协科技志愿者支队联合启辰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走进龙凤桥街道燎原社区，为社区老
年人开展“中老年智能手机使用”科技志愿
服务活动。

在课堂上，科技志愿者们针对老人最关
注的健康码使用、手机软件的下载安装、微信
功能的正确使用等一些简单、易操作的内容
进行详细地讲解。科技志愿者耐心地对老
人进行一对一讲解和演示，让他们感受数字
生活带来的便利，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

通过此次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提升了社区
老人对智能手机的了解和使用能力，让社区老
人能够拥有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

巴南区科协联合农技协
走进田间开展农技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唐元华）近日，巴南
区科协和区农技协联合会的农技专家来到
位于巴南区麻柳嘴镇赚宝村的重庆亘坤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发放资料、讲解
技术和操作示范等方式，向种植户传授种
植技术。

在蔬菜地里，区农技协联合会会长、高
级农艺师匡正权讲授了冬季莲白的除草施
肥技术，还拿起锄头示范浅耕除草；在柑橘
园，区农技协联合会秘书长、高级农艺师唐
元华手把手地教果农拉枝整形、冬季修剪
等实用技术。

培训现场，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激发了农民的学习兴趣，使农民掌握
了冬季蔬果田间管理的技术要点，为壮大
农业主导产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璧山区科协召开扶贫领域
“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杨旭）近日，璧山区
科协召开扶贫领域“以案四说”警示教育
会，通报了璧山区扶贫工作中“不作为、慢
作为”的五起典型案例，并对区科协扶贫工
作做出要求。

会议强调，区科协全体党员干部在扶
贫工作中，要认真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扶贫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抵制“不
作为、慢作为”等违法违纪行为，积极做好
工作对接与汇报沟通，以实事求是的工作
作风，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会后，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将以通报案例为镜鉴，坚守底线思维，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精准扶贫、廉洁
扶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贡献力量。

雪和冰颜色不同是光学问题

水和冰为什么是透明的？
冰和雪本质上都是水（H2O），液态水是一种透明的

物质，变成冰块后也是透明物质。从光学上来看，人类的
眼睛只能接收到物体反射的光，当光线撞击到一个物体
上，物体会吸收光线中的其他色彩，反射自己的颜色，这
种颜色反射到人类眼睛，我们就看到了颜色各异的物体。

我们看到的红色花朵，其实是花朵吸收了其他所
有颜色，只反射了红色，因此我们的眼睛接收到了红
色。白色会反射所有颜色的光、黑色会吸收所有颜色
的光，而透明的物体，光线会直接穿过。

水和冰，两种物质的表面都非常光滑，光线撞击到
水和冰时，会直接穿过，不会吸收和反射光线，只会略
微干扰光线传播的路径。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水和冰看
到后面的物体，但是由于光线的折射，我们看到的物体
会有略微的变形。

雪为什么是白色的？
水和冰的性质其实非常接近玻璃，我们可以透过

玻璃看到对面的景色。但是，如果我们把玻璃打碎，或
者把玻璃敲裂开，玻璃的透明度就会大大降低。

冰和雪的关系，就类似完整玻璃和玻璃渣的关系，
雪花是由形状各异、结构各异的微小冰晶组成，和冰块
不同，雪花的表面并不平整，结构也不规整。虽然雪花
本质上是透明的，但是由于其复杂的结构，所有颜色的
光都在雪花内部来回反射和折射，最终这些颜色都反
射到我们的眼睛上，多种颜色的光叠加，让我们看到的
雪花变成了白色。

雪地也会呈现彩虹的颜色

虽然雪花会将所有颜色的光平等地反射出去，但
是光线的传播却不是平等的。当雪花的光反射出来
后，光的颜色会逐渐发生散射，其中
的蓝光可以传播更远的距离，因
此我们观察远处的冰山时，会感

觉雪盖呈现出蓝色。观察距离越远，这种散射现象越
明显，雪的颜色也会越蓝。

雪花本身不会发光，只会平等地反射光线，因此照射
到雪地的光源，也会决定雪地的颜色，比如在血月期间，
照射雪地的红光较多，雪花会吸收一定的红光并且红光
的散射最为明显，因此很有可能看到粉红雪地。

在很多地区，生物的作用也会影响雪地的颜色，比如
意大利的普雷塞纳（Presena）冰川，由于藻类生物的繁
殖，雪地上布满了西瓜色的藻类生物，雪地也就变成了粉
红色。而在野生动物较多的地方，雪地很容易被野生动
物踩踏，和泥土混合在一起，这时的雪地就有可能变成土
地的黄色。

太阳光包含彩虹的颜色，理论上来说，雪花可以呈
现出任何颜色。但是雪花基本都是对称结构，因此所
有颜色的光线在雪花中都是平等的，我们最常看到的
也就是所有颜色的集合——白色。

雪花并非“独一无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在大自然中观察到的
雪花，其形状和结构都不相同，因此也就出现了一种理
论——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
但是科学家在实验室制造雪花时，却发现如果雪花周
围的环境完全相同，那么雪花的形状也会大致相同。

在实验室制造雪花时，科学家利用蒸汽水滴为雪
花的形成提供水分，再适当调整温度，就可以让雪花逐
渐凝结形成。当科学家制造出两片相同的蒸汽区域
时，雪花凝结出来的形状结构基本相同，这代表雪花的
结构和形状，是由外界温度以及环境决定，只要外界环
境大致相同，雪花的形状也会基本相同。

虽然两片相同的雪花理论上可以创造出来，但是
由于蒸汽水滴非常小，即使人类可以通过显微镜看到
蒸汽水滴，也无法完全复刻。

存在略微差距的蒸汽环境，会让雪花的形状结构
出现略微的不同，尤其是雪花形成的最终阶段，蒸汽水
滴的大小和位置略有不同，就会让雪花最终扩展出现
略微差距。 （本报综合）

日前，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巫溪县珠
海实验小学开展了“小手牵大手普及生物多样性常识”
活动。以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60种珍稀动植物
为素材，由家长参与描述其生物学特征、生长习性和保
护价值，一名学生负责绘制一个物种，让学生们在老师
和家长的指导下完成书画作品，并赋诗一句来赞美这个
物种。作品完成后，由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送请动
植物专家审查，以确保内容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再以一个物种一页的方式印制成2021年工作台历，赠
送保护区内的有关党政机关等单位。

“小手牵大手普及生物多样性常识”活动于去年4
月开始，历时10个月时间完成。据统计，活动参与师生
达450人，参与家长达800余人，反响良好，普及了生物
多样性常识，既增强了市民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也展
示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珍稀物种。

（重庆市林业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冉璐）近日，沙坪坝区
科协邀请区医学会急诊科专委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医师喻恒，区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
程敏在沙坪坝区人民医院门诊部前开展了

“120国家急救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专家讲解了心肺复苏的具体

步骤和注意事项，并分享了如何最有效地利
用“黄金救命时间”、如何正确拨打“120”急
救电话等常见急救知识。随后，现场群众正
确运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气道异物的救
治演练。

通过此次宣传急救知识和传播急救技
能活动的开展，使大家切实掌握了急救常识
和技能，与医疗机构共建生命健康绿色通
道，构建社会“大急救”。


